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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6 月 20 日电 （记者 赵叶
苹） 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校园旁，王文

明衣冠冢静静地坐落在家乡父老为他修建

的“文明园”中。虽然烈士牺牲已经 88 年，

但他作为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琼崖工农红

军、琼崖苏维埃政府创始人的英雄事迹仍是

家喻户晓。

王文明，1894 年出生于广东乐会（今海

南琼海），字钦甫。1917年至 1920年，在琼崖

中学读书时，王文明参与领导了爱国学生运

动，曾被选为琼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抵制日

货总会会长。

1924 年秋王文明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

系，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久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5年到广州，参与组建琼崖革

命大同盟。他广泛团结琼崖革命青年，以《新

琼崖评论》为阵地，进行革命宣传，为琼崖党

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同年 10 月，王文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

派，任国民革命军第 4军 12师党代表兼政治

部主任，参加讨伐军阀邓本殷的南征。南征

的胜利，结束了琼崖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

随后，王文明全力投入琼崖党组织的筹建工

作，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1926年 6月，王文明在海口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第一次代

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被选为地委书记。

他领导开展工农运动，成立广东农协琼崖办事处，组织农民自

卫军；成立琼崖总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为创建琼崖革命根

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王文明率地委机关撤到乐会县

第 4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一边抓武装队伍建设，一边抓

基层党组织建设，到 1928年 1月，全琼以乐会县第 4区为中心

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党员发展到 17000人，革命斗争

出现了新的高潮。

1927年 11月起，王文明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工农

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党代表、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广

东省委委员。在琼崖红军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坚持立足

农村进行斗争。

1928年 12月，王文明带领 130余名红军和琼苏政权机关

干部、工作人员转移到母瑞山区，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年 1月 17日，王文明因积劳成疾，于母瑞山病逝，时

年 36岁。琼崖苏维埃政府发布《告群众书》指出：王文明同志

不愧为琼崖数百万劳动群众最爱戴的领袖。他英勇奋斗、吃

苦耐劳的精神，将永远鼓舞工农群众胜利前进。

综观王文明对琼崖革命的作用和贡献，海南省委党史研

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诒孔认为，“他不愧是‘琼崖工农群众的

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琼崖革命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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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6月 23 日电 （记者 罗鑫）
尽管牺牲近 90 年了，以胡幼松为原型的大型

现代花鼓戏《红色壮士》仍在他的家乡江汉平

原上演。

“在江汉平原，胡幼松的事迹家喻户晓，

他壮烈牺牲的故事让许多人为之动容。”曾任

胡幼松烈士纪念馆馆长、仙桃市陈场镇文化

站站长、69岁的唐敦新说。

胡幼松，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1898年出

身于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在共产党员娄敏修

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1924 年 7 月，胡幼松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初，他在沔阳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农民

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卫队。

1927年 3月到 6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到武

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里，他

听了毛泽东、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李

立三等讲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

的分析》《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等课程，受到极大的教育和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胡幼松被任命为潜沔地区

农运特派员，深入到拖船埠一带，发动农民群众，

领导革命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鄂中特委在

沔阳成立，胡幼松被任命为沔西区委书记。

1927 年中秋之夜，他带领赤卫队参加了

声势浩大的沔南戴家场暴动，接着又参加了

沔城暴动和贺龙统一指挥的荆江两岸年关暴

动。暴动中，火烧反动派的县政府，砸开牢

门，营救出被捕的党的鄂中特委委员、沔阳县

委书记娄敏修及革命群众数十人，震动了湘

鄂地区，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1928 年 1 月，胡幼松领导创建了鄂中地

区第一个红色政权沔西区苏维埃政府，当选

为主席。1929年 11月，遵照中共鄂西特委决

定，组建了中共潜江县委。胡幼松任书记。

随后，他指挥游击队利用河湖港汊，开展

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0年 2
月，在红六军前委统一指挥下，胡幼松率领游

击队配合红六军攻占了潜江县城。

同年 4 月 24 日，胡幼松率领游击队参加

谢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因叛徒告密，遭

反动民团包围突袭，落入敌手。

敌人对他酷刑拷打，逼迫他退出共产党，

供出党组织活动情况及共产党员名单，遭到胡

幼松严词拒绝。4月 26日，敌人搬来铡刀以死

威逼。胡幼松面对铡刀，视死如归，大义凛然：

“要铡就铡吧！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革命

理想不可丢！”极其凶残的敌人铡断了他的双

腿，又将他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用铁丝穿着锁

骨，用绳子绑住残腿，抬着游街示众。胡幼松

几次从昏死中醒来，仍振奋精神，沿途唱着《国

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成

功！”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 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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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2017年 6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务必深刻认识深度

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

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

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脱贫攻坚

战向深度贫困进军发出总动员令。一年来，

中央有关部门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

斜，深度贫困地区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

之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

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聚焦脱贫攻坚战主战场，精准发
力拔穷根

“如今水来了、路通了、农家乐开了。”甘

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布楞沟

村贫困户马麦热在说，近两年用扶贫贷款养

了 100多只羊，前年儿子娶了媳妇，去年她当

上奶奶，今年开了农家乐，一年一个新变化，

摘掉了祖祖辈辈的“穷帽子”。

临夏州是国家确定的“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之一。这里全年干旱少雨，山高沟

深，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如

今，一场彻底改变当地贫困面貌的决战正在

展开。

依托产业扶贫，临夏州的贫困人口从2012
年底的 73.3万人减少到 2017年底的 26.05万

人，年均减贫近 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42.2%
下降到14.82%，年均下降近6个百分点。

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

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这“三区三州”以

及贫困发生率超过 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

率超过 20%的贫困村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

弱、贫困程度深，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

硬骨头怎么啃？实践证明，只要高度重

视，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深度贫

困完全能战胜。

甘肃省渭源县元古堆村位于“苦瘠甲天

下”的定西市中西部。2013年 2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这里对乡亲们说：“咱们一块儿努力，

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句话让贫困户闫霞

亮一直铭记在心。

“听了总书记这番话，我心里憋着一股

劲，拼死命也要断了穷根。”闫霞亮在政府引

导和帮扶责任人支持下加入苗木合作社，运

用 扶 贫 资 金 入 股 ，又 学 习 技 术 外 出 打 工 ，

2017 年全家人均收入 5315 元，比 2014 年增

加了一半多。

“村里面貌焕然一新，这是我们村变化

最大的几年。”元古堆村党支部书记黄满强

说，村里正在筹建百合产业园，产业带动给

村里大大增添了致富活力。

合力攻克“坚中之坚”，力保脱贫
无死角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四川

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考察。2月 12日，习近

平总书记又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座谈会，集中研究打好今后 3 年

脱贫攻坚战之策。亲自挂帅、亲自指挥，习

近平总书记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指明了方向。

一年来，中央瞄准深度贫困地区发力，

不断完善政策顶层设计——

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的实施意见》，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新增脱贫攻坚资

金、新增脱贫攻坚项目、新增脱贫攻坚举措

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激发深度贫困

人口内生动力，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

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推动

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对深度贫

困地区支持，中央财政新增扶贫投入及有关

转移支付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一年来，各部委结合自身工作重点，相

继出台具体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等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确定新增金

融资金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新增金融服

务优先布设深度贫困地区，力争 2020年以前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贷 款 增 速 每 年 高 于 所 在 省

（区、市）贷款平均增速。

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制定《深度贫困

地 区 教 育 脱 贫 攻 坚 实 施 方 案（2018- 2020
年）》，提出保障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

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

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

国务院扶贫办等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

困地区旅游扶贫行动方案》，通过组织实施

旅游扶贫规划攻坚工程、旅游基础设施提升

工程、旅游扶贫精品开发工程等措施，全力

推进旅游扶贫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按照中

央部署，去年底已基本完成制定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下一步将

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监测监控，确保脱贫不

留“死角”。

确保措施精准落地，尽快啃下“硬
骨头”

一个人不掉队，一个民族不能少。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摆脱绝对贫困，

已不到 3 年时间。攻克深度贫困，正是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重中之重。

目前，“三区三州”贫困发生率达 14.6%，

有 1.6 万 个 深 度 贫 困 村 贫 困 发 生 率 超 过

20%，完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指出，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坚持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

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

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

贫格局，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重

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

补短板为突破口，强化支撑保障体系，加大

政策倾斜力度，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克

难，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

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政策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关键是要

抓好落实，确保每一项措施精准落地，尽快

提高精准脱贫效益。”刘永富说，要坚持脱贫

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准，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

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

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

础，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

贫困人口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 6月 23日电

打好脱贫攻坚“硬仗中的硬仗”
——写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 新华社记者 董峻 侯雪静

新华社太原 6 月 23 日电
（记者 马晓媛） 记者从太原市

环保局获悉，这个市近日发布

《太原市大气污染防治 2018 年

行动计划》，明确今年 10月底前

完成三县一市（清徐县、阳曲

县、娄烦县、古交市）平原地区

清洁供暖改造十万户，为今冬

采暖期空气质量改善创造有利

条件。

太 原 现 辖 六 城 区 三 县 一

市，去年入选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试点后，太原在六城区

大力推进清洁供暖改造，完成

改造十万户以上，使空气质量

取得明显改善。此次发布的计

划明确，今年太原市将在三县

一市中的平原地区再完成改造

十万户。

针对农村地区分散农户的

改造，太原市提出，要优先利用

太阳能、余热、余压、地热能、生

物质等多种清洁能源供暖，不

能利用上述清洁能源的，实施

“煤改气”或“煤改电”。

太原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继去年六城区建成禁煤

区后，今年还将逐步扩大禁煤

区范围。凡是完成清洁供暖改

造的村庄实施“一清二拆”（清

存煤、拆锅炉、拆煤灶），全部划

为禁煤区，区域内禁止储存、销

售、燃用煤炭。

同时，太原还将建设农村

清洁供暖改造监控平台，进一

步加大禁煤区内小燃煤设施的

排查取缔力度，杜绝原煤散烧，

巩固禁煤区建设成果。

太原：今年再完成
清洁供暖改造十万户

交城: 踏上新征程 转出新气象
（上接1版）与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武汉大

学、中北大学、华能集团清能院、中国大数据产

业联盟等70多家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

研合作关系，全县高新技术企业达 12个，科技

研发投入全省排名第七，拥有发明专利 43项，

每万人口平均发明专利 1.8个，省级重点工程

实验室 1个，院士工作站 1个，智能制造研究中

心 1个，化工研究中心 1个，省级技术研发中心

10个，市级技术研发中心14个。引进北京中智

和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全国技术转移公共服

务平台北京恒冠国际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大

专院校和企业对接，全县 80%以上规上企业实

现产学研合作。政府融资创新推进。社会福

利养护院、交城山旅游大通道项目分别入选国

家级和省级 PPP示范项目库,全县 PPP示范项

目达到 3个，占到全市总数的 1/4，有效破解了

县域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问题。

实施招商引资拓宽转型发展版图

今年，交城县成功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新型肥料），成为全省获批的 4 个市

（县）基地之一，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巩固

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又迈出

了重要一步。作为全省 22 个外贸重点县之

一,经过多年发展,交城县已初步形成了以煤

化工、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医药化工、新能

源、新材料、生态旅游为主的产业体系。进入

经济新常态以来,为加快转型升级,交城县瞄

准“一大三新”,加快招商引资步伐,推动同行

业规模发展、上下游集聚配套,实现了“引进一

企、带活一行、做大一业”的工商贸一体化发

展目标。围绕“一大三新”，该县组建四个招

商分局，开展“一季一主题”定向招商，面向京

津、江浙等发达地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项目

推介签约活动，通过引进一个标志性、前瞻

性、战略性项目，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

形成企业聚集、配套协作、相互依存的产业集

群。2017年完成招商投资 134亿元，占市任

务的 178.7%；到位资金 59亿元，占市任务的

236.5%。招商项目签约数、开工项目数、到位

资金总额、到位资金完成率稳居全市前列，为

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资金项目引进来的同时，交城县以不

断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契机，积极鼓

励企业参加省商务厅组织的外贸展销会，先

后组织企业参加了“印度国际精细化工展览

会”、广交会、山西品牌丝路行哈萨克斯坦站

和山西品牌丝路行波兰站,企业在不断“走出

去”的过程中进一步开拓了市场。

“放管服效”改革激发转型发展活力

围绕招商抓环境，围绕项目抓服务。近

年来，交城县将强化服务意识作为优化营商

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主动为项目企业提供

全方位协调服务，打造“环节少、程序少、时间

少、费用少、制约少、跑腿少，领导决策快、部

门跟进快、项目对接快、解决问题快、审批速

度快、项目落实快”的“六少六快”招商环境。

坚持“一项一卡”管理。对全县今年实施的 41
个建设项目、56个储备项目，实行一个重点项

目、一名县级领导包联、一个部门负责、一个

班子服务、一套管理方案的“五个一”工作机

制，逐月倒排工期，每月进行调度，及时协调

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今年 1—4
月份，交城县转型项目投资完成 6.31亿元，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 76.95%，高出预定任务

16个百分点；重点工程投资完成 2.26亿元，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 27.56%。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逐步提

高、经济效益持续向好，以习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交城县正在走出一

条独具特色的转型之路。

（上接1版）森林管护工资性收入。全县

1003个护林员中有 898名贫困户护林员，占

比达到 89.5%，每人每年补助 6000 元以上。

同时，结合退耕还林项目的实施，全县将争

取再新增护林员岗位，并全部由贫困劳动力

担任。

和合乡西山村的贫困户张保连满脸志气

地说：去年春季挖条带，秋季栽树，连分红下来，

能挣个一万二三，我还是村里的护林员，每年

工资 6000元，家里还有 20亩退耕地，一年能领

13000元的补助款，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有一种力量在支部

去年以来，在推进生态脱贫的过程中，

石楼县以和合乡为试点广泛发动各村的能

人大户带头成立了 8 个造林专业合作社，吸

纳本地贫困户入股、务工完成全乡退耕还林

25700 亩。在此过程中，一个现象引发了决

策者们的深思。只要是支部领办的，不仅村

集体经济有了收入，而且确保了村里贫困户

的收益，有效地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树立了党员干部的威信、赢得了广大群

众的信任。

通过这一有益尝试，县委县政府今年提

出“要在每一个村都建起由村两委主干领办

吸收当地贫困户参与造林务工的合作社”，

对原有的 57家造林合作社通过强化审计，严

格监管，严格组建、变更和议标发包程序进行

了调整规范，按照合作社吸收贫困户比例不

低于 80%，劳务收益分红不低于 60%的原则，

保证了贫困群众参与比例和受益比例，充分

发挥造林合作社主力军作用，带动广大贫困

户在造林绿化中实现增收。据悉，十三五期

间，全县 126个合作社将承揽造林 20余万亩，

实现合作社社员三年内稳定持续增收。

石楼县义牒镇党委书记王鹏惊喜地说，

今年全镇 2.4 万亩退耕还林任务，全部由我

镇的 8个造林合作社承揽，吸纳本地群众 400
多人实现就业，一年 4 个月的务工收入超过

了他们整年的种地收入，种地+务工的双重

模式，为群众的增收致富注入了全新活力。

这种“村支部+合作社”的模式，由造林

合作社开始，如今已经融到了其他专业合作

社。事实证明，支部开路，党员带头，各项政

策举措才能落实有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农村支部是关键中的关键，党组织优势

真在转化为脱贫攻坚优势。

灵泉镇马村党支部书记文三平信心十

足地说，俺村 1200 亩核桃林通过嫁接改良，

引水上山，五年盛果期后，亩产将达到 3000
元左右，以核桃林提质增效为主的收入将占

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4.3%。不仅如此，俺

村还成立了一支 36 人的核桃嫁接修剪管护

队伍，春夏承揽嫁接改良工程，人均两季收

入在 1万元以上。

盛夏石楼，让你悦目的是满目绿色，让

群众更满意的便是“村支部+合作社”生态脱

贫新主张给他们带来的致富“商机”。石楼，

在逐绿的道路上乘风破浪，阔步前行，在守

护青山绿水的实践中跨越发展，圆梦小康。

生态建设敲开“致富门”


